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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train up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talent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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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是高校培养创新实践性电子信息类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国内外比较
研究的基础上，针对 EST（Extracurricular Sci-tech Training）的性质和基本特征，设计和实践一套行之
有效的以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学分制”、“项目基金制”、“导师制”和“课外科研成果奖励制度”为基本内容
的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管理制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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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对大学生进行素

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观点。大学生课

外科技活动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电子信息类专业教育过程和课程体系

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尤其强调创新性实践人才

培养的时代背景下，对大学生社会的认识与体验、社

会实践能力的锻炼、优良人格的塑造、团结协作精神、

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等起着重要的意义。大学生课外

科技活动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实践延伸，能够

以科学性实践研究项目为平台，把理论性较强的课堂

教学内容应用于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学习主动性，使大学生适应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并在实践中实现知识的提升和升华。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虽然能开阔学生的视野,有

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然而传统高校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组织和管理比较松散，没有针

对电子信息类专业特点和学生的发展方向进行具体设

计，因此对其在管理模式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建构和完

善。为使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更具规范性、科学性、

实效性，以促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适应社

会能力为出发点,以素质教育和素质拓展为平台，以提

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核心，设计和实践一

套行之有效的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管理制度，有着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 国内外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管理制度的研

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本文系西安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大学生第二课堂管理模式

研究”（编号：GJY-2009-YB-2）的阶段性成果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project "Management of the second class students"
(ID: GJY-2009-YB-2) of the initi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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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课外

活动是学生智力生活的发源地，是学生个性发展的一

个重要条件。通过课外科技活动可以使青少年迈上科

学思维的道路，每天拥有充足的课外活动时间才有可

能成长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一项调查也显示，学

校组织的课外科技活动形式越多越规范，则学生参与

活动越积极，对大学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 

国内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管理模式主要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集中在对单个学校科研计划的实施，

另一类是集中在对某专业的科研训练。较有代表性有

清华大学的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简称SRT）、中国科技大学的大学生研究计

划（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简称URP）、

南开大学的“开放实验”活动、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

生研究计划（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Program，

简称PRP）等。但是，地方院校、独立学院和高职院校

设置富有电子信息类专业特色和学校特点的大学生课

外科技活动管理模式的建构，在国内各高校还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科研发展至今逐步完善，已经

取得了较大成就。例如以美国华盛顿大学、伊利诺斯

州立大学等为代表的国外高校普遍认为大学生应学以

致用,注重课外科技活动的组织和管理，使大学生从社

会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在活动时间管理上，国外的课外科技活动时间比

较充裕，比如哈佛大学全日制大学生一般每周听课

12-18 小时,课外活动时间 22 小时；而在我国的大多

数高校，尤其是电子信息类专业，因专业课程体系的

设置，在校大学生一般每周听课 24-26 小时,而课外科

技活动时间又大量被习题时间所挤占。 

在活动空间管理上，国外大学生课外活动空间较

为广泛，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空间不仅仅局限于校园,

更多的是走向社会，让学生更多的与社会接触,在实践

中更客观的思考和评价自我价值。 

在活动组织管理上，国外大学生课外活动组织形

式大多数都是以俱乐部的形式的形式出现，一般每所

大学都拥有几百上千个课外俱乐部。这些课外俱乐部

给了学生一个相对自由学习的空间和与他人交流的机

会,对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和发展学生的个性起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
[1]。 

在活动制度管理上，国外的许多高校已经形成了

一系列的管理配套措施和制度,成立了专门的指导机

构,大学生课外活动有专门的指导教师,实行课外活动

“导师制”，导师负责辅导学生的学习，帮助他们开

展不同形式的课外科技活动。 

在活动经费管理上，国外高校课外科技活动经费

来源多元化，常从政府、公司以及高校自身三个渠道

谋取资金,他们的专项基金往往依靠政府补贴、社会赞

助、学校支持、国际基金组织支持等。 

因此，我国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的管理应朝着建

立和完善有关大学生科技创新的制度和机制方向发

展，建立健全组织管理机制和科技奖励管理机制、加

强学生队伍科技创新的管理、场所、设备和经费管理，

为课外科技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和组织支

持。 

3 EST（Extracurricular Sci-tech Training）
的性质和特征 

实践性教学环节是现代高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组织学生进行基本技能训练、提高动手能力、增强创

新精神的各种教学形式的统称，通常包括实验、实习

和课外科技活动等具体内容[2]。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

在性质上和试验及实习虽然同属于实践教学环节的范

畴，但是与其相区别的是指在和列入培养计划的课堂

教学之外，组织和引导大学生参加课外科研技能训练

和工程实践训练等活动，从而实现激发创新意识，提

高动手能力，拓展科研技能水平的目的。创新性的课

外科技活动训练计划（EST）正是基于大学生课外科技

活动的性质和目的针对电子信息类专业学生所设计的

一套行之有效的训练计划，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

特征： 

3.1 年级分层训练计划 

针对本科和高职层次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特点，

对低年级学生进行基础试验训练，在基本电子器件的

应用、安装与测试的教学之后，开始进行四式开关（触

摸式延时开关、声光控延开关、人体感应开关及亚超

声遥控时开关）、八式收音机（6管超外差便携式调幅

收音机、7管超外差便携式调幅收音机、集成电路中波

收音机、贴片元件微型收音机、单调频便携式收音机、

贴片调频便携式台式收音机、集成电路调频调幅二波

段收音机及调频头带式数显收音机）、调频无线话筒、

有线/无线音乐门铃等简单而又富有趣味性或实用性

的题目进行设计制作，旨在培养学生兴趣，培养他们

电子器件基本应用电路的安装与测试能力,培养正确

书写实验报告的能力，达到会看电路图、会焊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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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会测量的目的。 

对高年级学生侧重于进行设计性和研究性相结合

的训练，由导师在对全体学生进行设计性训练的基础

上选拔优秀学生进行有竞赛针对性的基金项目申请和

项目训练，鼓励和引导学生在兴趣的基础上撰写基金

项目可行性报告和项目申请书，经过项目立项审批之

后，鼓励和引导学生将分散的电路模块结构整合以实

现设计构想，从而构成一个实际的应用系统，培养学

生进行综合应用系统设计、组装与调试能力,充分发挥

学生的创造力，并对项目进行管理和过程监控。 

3.2 导师指导下的学生自我管理 

为全体学生配备本科（高职）导师，在EST过程中

由每位导师负责每位学生的个性化训练辅导，实现导

师指导下的学生自我管理。每位导师所指导的各年级

学生之间形成了连续的经验及信息传递系统，高年级

学生帮助低年级学生，低年级学生经过训练后发展成

为高年级学生继续帮助下一级低年级学生，减少导师

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使导师有精力指导高年级学生

的设计性和研究性训练项目。与此同时，实验室和实

训基地也在负责导师的指导下创造学生的自我管理和

自我教育的宽松环境，所有书籍、器件、仪表、计算

机都放在规定的位置,有分管学生专门进行管理，向全

体学生敞开。 

3.3 实训和参赛双重导向 

没有作为基础的实践训练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一

定创新性研究和实践能力的大学生参加各种大赛，没

有项目和参加各种比赛的激励，也无法使拔尖人才脱

颖而出，因此EST在实训和参赛的关系处理上，既注重

所有学生参与的基础性实践训练的指导和管理，又注

重培养和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性课外科研基

金项目的申报和实践，从中培育和组织优秀大学生科

研团队参加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挑战杯”大学生

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等省级和国家级赛事。 

4 EST 的基本管理制度 

EST作为电子信息类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实训计

划有其自身的性质和特征，因而对其管理也形成了以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学分制”、“项目基金制”、

“导师制”和“课外科研成果奖励制度”为基本内容

的四大基本管理制度，其中“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学

分制”是基础性实践训练的保障，“项目基金制”为

大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动提供经费支持并进行评价，

“导师制”是从制度上保证教师对于大学生课外科技

活动的智力和精力投入，而“课外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是对优秀大学生和导师从事课外科技活动所设计的激

励机制。 

4.1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学分制 

根据电子信息类专业的培养方案，将“综合教育”

中的“科技活动”模块进行有针对性的单独考核。制

订“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学分制管理办法”和“实施

细则”，加强对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进行管理和监控。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学分制”要求每位本科（高

职）学生在校学习第一年必须完成2个课外科技活动学

分，毕业时未能完成该学分者将按结业处理。每位学

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相应的科技活动项

目，每人至少完成两项，每项计1学分。学院为学生提

供“大学生科技活动创新基地”，为学生提供必要的

调测设备和常用工具，根据学生的自选项目统一购买

元器件，并享受学院针对大学生的元器件费用补贴，

有导师和专门的“创新基地”指导教师进行指导。凡

在规定期限内完成1个作品并通过现场测试和答辩的

学生，可获得“课外科技活动”1学分，并记入该生的

课外实践学分档案。第七学期期末，将未修满“课外

科技活动”学分者通知学生本人，以便学生进行补修。

第八学期进行毕业生资格审查时，未修满“课外科技

活动”学分的学生将延期毕业。 

4.2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项目基金制 

制定并实施“大学生课外科研项目与成果管理暂

行办法”，设立“大学生课外科研项目基金”作为专

门用于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专项基金，重点用于资

助大学生从事电子信息类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项目。

申请基金的课外科研项目必须是学生在校期间内可独

立完成，或在导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完成的项目。由

学生提出项目可行性报告，包括项目原理、技术性能、

实用价值、实施计划、所需经费等书面材料并填写“大

学生科研课题申请书”。申请项目基金的课外科研项

目必须具备科学性、创造性、实用性及有推广应用价

值。经组织专家组对申请基金项目进行评审后根据项

目需要，为每个大学生科研基金项目提供500至5000

元的资助用于进行差旅费、资料费、材料费、加工费、

协作费、论文发表版面费等的支出。 

4.3 本科（高职）生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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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导师指导本科（高职）学生，要求导师在聘

期内一以贯之，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潜能和特点，

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技能，使之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帮助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具体指导学生

学习、选课、科技训练、毕业设计、考研、谋职择业

等工作，切实起到教书育人的作用。 

鼓励导师向学生介绍学科和专业的教学内容、方

向和发展前沿，帮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

标。根据学生的特长、个性和志向，有针对性地指导

学生选课，制定有效的学习计划。指导学生参加“挑

战杯”课外科技作品竞赛、电子设计竞赛、创业大赛、

网页设计竞赛等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完成课外科研项

目研究选题和立项，组织科研课题讨论会，吸收学生

充当科研助手，促进学生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和提高。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和报考硕士研究生。

导师可以采取面谈、电话、发邮件、QQ、短信等多种

形式，内容涉及专业知识、学业规划、思想动态、生

活细节等方方面面。在指导期间，定期收集学生对导

师的评价，通过个别指导，树立导师和蔼亲切、认真

负责、要求严格、关心学生的良好形象，在学习和生

活上发挥重要的引航和指导作用。 

4.4 课外科研成果奖励制度 

课外科研成果奖励制度是为鼓励学生开展课外科

技活动，鼓励教师大力支持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动而

设置的激励机制。凡属正式注册的本科生、专科生（含

当年应届毕业生）取得的课外科技成果均可申报。申

报的科技成果必须是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利用课余时

间，且主要由学生本人完成的非教学计划的成果。参

评作品分学术论文、科技发明制作等。毕业设计（论

文）、研究生学位论文、课程设计方面的成果不属申

报之列。科技论文（申报者为第一作者）必须在校内

外一定级别刊物上发表过，或在有关学术报告会（校

内外）上宣读过。科技制作、设计等，必须具有一定

的新颖性、科学性和实用性。评审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经过鉴定后确认有一定应用价值的科研成果，统一归

档编号后保存。设立“大学生优秀科技成果奖”，奖

励学生优秀的课外科技成果，并奖励指导学生开展课

外科技活动成绩突出的教师。凡获奖成果均发给获奖

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与此同时对于获奖的

教师也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数额

为相应获奖作品获奖金额的50%。 

实践证明，通过以上四位一体的制度设计，能够

满足大学生在课外科技活动过程中对于活动场地、指

导教师、经费来源、项目保障的基本要求，引导全体

教师参与到个性化的课外指导中去，从组织管理、项

目管理和激励与评价机制等方面对大学生课外科技活

动的管理制度体制进行构建，从而保障大学生课外科

技活动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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